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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9月2日电（记者单
磊、陈地）巴黎残奥会 2 日赛程过
半，中国代表团继续高歌猛进，已收
获 43金 30银 14铜，依旧高居奖牌
榜首位。英国队紧随其后，有29金
入账；美国队以13金排在第三。

羽毛球项目进入最后一个比赛
日，中国选手肖祖贤在女单 SL3 级
比赛中2:0击败印度尼西亚选手沙
库尔奥，夺得金牌。程和芳在女单
SL4 级决赛中同样直落两盘，战胜
印尼选手奥克提拉夺冠。在混双
SH6级别决赛中，林乃利和李凤梅

2:0战胜美国组合夺冠。李凤梅还
在女单 SH6 级决赛中击败队友林
双宝，两人分获金、银牌。女单
WH2级决赛也在两名中国队选手
之间展开，刘禹彤和李红燕分获
冠、亚军。

铁人三项只有一天赛程，共产
生11枚金牌。美国选手夺得3金，
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队各得2金，其
他两块金牌分别被澳大利亚和荷兰
选手获得。铁人三项主要分轮椅、
视觉障碍和站立三大类组别，在此
之下再细分级别。

轮椅橄榄球也在 2 日落下帷
幕。这个项目男女同队，只产生一
枚金牌。决赛中，日本队以 48:41
击败美国队，获得冠军。

在巴黎荣军院的射箭赛场，中
国选手张天鑫和陈敏仪在混合团
体 W1 级比赛中，先是在半决赛以
145:139 击败韩国队，之后又在决
赛中以 147:143 力压捷克队，夺得
金牌。147环的成绩也打破了捷克
队此前创造的残奥会纪录。在混
合团体复合弓公开级四分之一决
赛中，中国的周佳敏和艾新亮与意

大利选手都取得151环的成绩，加赛
依然是平局，最终意大利队凭借离靶
心更 近 的 优势晋级 ，中国队 遗憾
出局。

田径赛场当天共产生13块金牌，
巴西、阿塞拜疆、墨西哥、泰国等队都
有所斩获。中国队获得 1银 1铜，分
别是何珊珊的女子1500米 T11级银
牌，和黄俊的男子铅球F41级铜牌。

另 外 ，在 硬 地 滚 球 女 子 个 人
BC4 级决赛中，中国队选手林细妹
5:1 击败中国香港队选手张沅，获
得金牌。

残奥会赛程过半

中国队43金强势领跑

看足球比赛，但不让出声，这可憋坏了法国人，但
是没有难倒他们。

埃菲尔铁塔下，巴黎残奥会盲人足球比赛备受关
注，上座率非常高。2日晚，中国队2:0战胜土耳其队
的小组赛现场，除个别角落有空座外，整场几乎坐
满。挥舞着法国国旗的当地观众占了绝大多数。后面
紧接着还有东道主和卫冕冠军巴西队的比赛。

盲足比赛有特殊规则，比赛进行时观众要保持安
静。球员要听得到足球里的铃铛声，要能听到教练和
球门后方引导员的喊话。因此，观众不能在比赛进行
中加油助威，进球后才能庆祝。

热情奔放的法国人似乎很难坚持住在看足球赛时
不出声，中国球员做出精彩过人和变向时，场上还是
传出一阵阵“难以遏制”的惊呼。

盲足规则似乎有些“违背”法国人高度参与现场的
体育文化，但也激发出他们的想象力和喜剧天赋。法
国观众在现场玩儿起了安安静静、甚至有点接近慢动
作的“人浪”游戏。

一般来说，比赛现场的“人浪”汹涌澎湃，伴随排
山倒海的欢呼声。盲足现场的“人浪”则主打一个“静
悄悄，慢吞吞”。人们观察着前浪的起伏，快到自己的
坐席区时，蹑手蹑脚、左顾右盼地站起身来，抬起手
臂，然后缓慢坐下，面面相觑，谁也不敢笑出声。

随着比赛进行，当出现精彩场面，并且进入“死
球”状态时，“人浪”会突然加快，并且爆发出热烈的欢
呼声。随着比赛重新开始，“人浪”再次换挡降速，重
回“缓慢而安静”的状态。

法国人像是临时组团，玩起了滑稽“慢闪”，演一
出即兴“默剧”。

在安静和聒噪之间自由切换，法国人玩儿得很明
白。每年法网赛场，比赛进行时观众要保持安静，尤
其是球员发球时，球场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如
果这时有谁出个怪声，裁判会提醒警告，其他观众也
会发出嘘声。

在一个球结束后，下一个球开始前，正是现场观
众的“显眼包”时刻。通常是一个人模仿西班牙斗牛
舞中小号的旋律，其他人跟着一起欢呼。领头起调的
人尤其要把握好时机，起早了，大家还在鼓掌，听不
见；起晚了，跟随欢呼的人就少，怕打扰运动员接下来
发球；和别人起重了，大家不知道跟着谁的节奏喊
……

如同中国的相声园子里讲究拿捏精准分寸一样，
“气口”对了，“包袱”就响，紧了、顿了，都不行。观众
“接话儿”“刨活”也讲分寸，恰到好处是良性互动的观
演关系，过了就尴尬。

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法国人把法网的这种
加油方式带到了很多赛场，其中包括盲人足球。

中国盲足运动员许观生虽然看不到观众安静的“人浪”，但能感受到巴黎
赛场热烈的气氛；虽然赛场环境和平时训练时有很大差异，但他觉得全队越来
越适应。

中国盲足队引导员李进是赛场说话声音最大的人。他不断向球员传递位
置信息、对位形势以及可能的突破空间和射门机会。

“氛围确实很棒，没什么问题，但的确有一些嘈杂声音影响了球员判断。”
李进说，“尤其是球第一时间发出来，衔接的那一点点时间，能迅速安静下来是
最好的。我们球员控球多，需要迅速找到球。但观众也是足球的一部分。”

李进说得没错，法国体育迷无论在什么赛场，都不甘只做观众，而要成为
比赛的一部分。他们会根据比赛特点，采取不同的加油方式。

比如自由泳和蛙泳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加油方式。自由泳运动员入水一
刻要有爆发式欢呼，然后是持续不断、令人窒息、分贝值极高的尖叫声；而蛙泳
则是找准运动员起伏的换气节奏，一声一声、顿挫分明地呼喊，全场声音逐渐
整齐划一，效果十分震撼。

再比如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乒乓球赛场，观众除了鼓掌外，还要跺脚。
南巴黎竞技场4号馆的看台是用钢铁搭建的临时框架建筑，跺脚可以发出更
响亮的声音。

巴西独臂乒乓球运动员布鲁娜·亚历山大参加完奥运会后，再到同一个赛
场参加残奥会。

“残奥会的观众没有奥运会时那么多、坐得那么满，但制造的‘噪音’是相
同的。”亚历山大对法国观众的热情印象深刻。

无论什么比赛，都当成自己的事，法国观众仿佛个个都是“e人”。赛场情
绪会彼此感染，如果每个人都愿意接纳并享受其中，便形成了大家共享的文化
习惯，进而成为珍贵的体育积淀和传统，奥运文化遗产就这般“静悄悄”地藏在
民众心里。 （新华社巴黎9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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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时，我大喊着为我俩打
气，心里想到了三年来付出的汗水
与艰辛，一定要赢！”尹梦璐说。

在1日晚结束的巴黎残奥会羽毛
球女子双打WH1-WH2级决赛中，
中国组合刘禹彤/尹梦璐以2:0战胜
日本组合里见纱李奈/山崎悠麻。夺
冠后，两位“00后”小将难掩激动，尹
梦璐更是流下了喜悦的泪水。“终于
弥补了三年前的遗憾。”她说。

东京残奥会羽毛球女双WH1-
WH2级决赛上，面对相同的对手，
刘禹彤/尹梦璐苦战三局，最终遗憾
落败。回忆起当时的心情，尹梦璐
说：“很不甘心，当时就下定决心，一

定要努力提高自己，下次赢回来。”
三年来，刘禹彤和尹梦璐的心

里一直憋着一股劲。“训练的时候我
会喊‘我要打赢里见纱李奈！’，这成
了我训练的动力。”尹梦璐眼含热泪
地说，“尽管肩上有伤，练多了会腰
疼，但每晚躺在床上，我心里想的都
是‘巴黎要赢’，这个信念始终激励
着我，克服困难一路走了下来。”

尽管在决赛中直落两局击败对
手，但比赛的过程远没有看起来那
样轻松。两局对决都打得十分胶
着，中国组合曾几度落后，幸好关键
时刻她们总能顶住压力，在僵持中
耐心地寻找机会，最终赢得了胜利。

“其实今天我们失误比较多，打
得不够完美。但好在关键时刻我们
能保持冷静，一球一球地去打、去
拼。”刘禹彤说，“这体现了我们心态
上的进步。”

更成熟、更全面、更有韧劲，这
是20岁的刘禹彤和22岁的尹梦璐
三年来最大的变化。东京残奥会
上，初出茅庐的两位年轻人意气风
发，刘禹彤更是被不少人称赞为“羽
毛球神童”。但在她看来，当时的两
人无论在技战术还是心理上，都有
很多不足之处。“这也是三年来我们
一直在努力提升的方向。”她说。

巴黎赛场上，她们的配合更娴

熟、心态更沉稳。得分后，她们会默契
击掌相互加油。失误时，她们会用微
笑给对方支持。当队友陷入多拍消耗
时，她们会适时支援、分担压力。

赛后拆下缠在手上的布条，尹梦
璐才发现自己握拍的手上被磨掉了一
块皮，周围鼓起了水泡。“比赛的时候
没感觉到，可能是太专注了。”她说。

“夺冠的那一刻，过去三年经历的
一幕幕在脑海里浮现——每天晚上的
加练、一次次克服困难……回想起来
还历历在目。”刘禹彤说，“正是这么
多年付出的努力，才让我们走到了今
天。现在，这一切都值了。”

（新华社巴黎9月2日电）

逆 境 中 呐 喊 ，回 应 她 们 的 是 三 年 来 的 自 己
——记羽毛球女双组合刘禹彤/尹梦璐

新华社记者 刘扬涛 胡佳丽

9 月 2 日，在巴黎残奥会轮椅
网球女子单打第二轮比赛中，中
国选手朱珍珍 2 比 0 战胜智利选
手卡夫里利亚纳，晋级下一轮。

图为中国选手朱珍珍在比赛
中回球。

（新华社发）

朱珍珍轮椅网球
女 子 单 打 晋 级

2日中午，在拿破仑一世墓地所
在的荣军院附近，中国射手张天鑫
携手队友陈敏仪击败捷克组合，在
巴黎残奥会射箭混合团体W1级比
赛中成功卫冕，并打破残奥会纪录。

在能远眺埃菲尔铁塔的露天场
馆，满场观众为这两名箭无虚发的

“冷面射手”欢呼，鼓号队激情演奏
法国著名歌曲《玫瑰人生》。张天鑫
和陈敏仪向观众席挥手致意，继东
京残奥会后，再度见证五星红旗在
最高处迎风招展。“他非常沉稳，和
他一起比赛很安心。”赛后受访时，

“人美箭准”的老将陈敏仪如此评价
比自己小8岁的张天鑫。

虽然只有25岁，但张天鑫坐在
轮椅上，不疾不徐地拉弓、瞄准，沉静
从容地给对手制造着压力。接受采
访时，他慢条斯理地说：“赢了当然很
开心，但也没有特别激动，算是正常

发挥吧，也弥补了在东京的遗憾。”
射箭项目需要平稳的心态。排

除干扰、专注于目标，才能在关键时
刻顶住压力、击垮对手。东京残奥
会时，张天鑫和陈敏仪获得混合团
体项目金牌，但他因为接了几个亲
友的电话，情绪起伏较大，导致在个
人项目上发挥失常，无缘奖牌。

“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别
有太多想法，努力做好当下的事。”
张天鑫说。

射箭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
在重塑他的性格。

张天鑫出生在浙江省嘉兴市平
湖市新仓镇一个农民家庭。八岁那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他的手脚
神经受到压迫，成为肢体二级残疾
人，从此与轮椅为伴。虽然和其他同
学一样上学、听课、考试，但他已丧失
对生活的激情。“就是那种漫无目的、

没有动力的感觉，每天非常麻木。”
高中时，在残联工作的姐姐了

解到射箭项目，推荐张天鑫参加选
拔。性格安静的他被教练相中，身
体条件也符合 W1 级的要求，就开
始在学习之余参加训练，生活逐渐
被射箭填满。

由于比赛使用的是复合弓，光
是拉开约 40 斤重的弓就相当于提
起大桶矿泉水，下肢、腰部和手臂伤
残的他不得不加强体能训练。每天
八小时、一周六天的高强度训练，让
张天鑫在无数个夜晚因肌肉酸痛难
以入睡，腰部、背部、肩颈伤病不断，
手腕的茧见证了时光的厚度。

膏药一张接一张，报废的箭一
打又一打，他终于在东京拿下首枚
残奥会金牌，并成为杭州亚残运会
双料冠军，还斩获两枚世锦赛金
牌。巴黎之行，他又收获一金一铜，

正准备开启四年后的洛杉矶之旅。
张天鑫觉得自己如希腊神话里每

天重新将石头推上山顶的西西弗斯一
样，每次比赛后，都要重新经历漫长
的训练——但和曾经的按部就班有了
本质区别。

“我去了很多地方，沿途看了很多
风景，也感觉到自己的成长进步。我
现在的性格和以前完全相反，比较自
信乐观。”

谈到未来，他说：“做好当下，慢慢
想。”这时，与他年龄相仿的随队工作
人员何赵佳俊说：“不要忘了你的小
目标，要是洛杉矶你拿个人项目金牌
了，我就冲上去给你戴皇冠，不然你
就要剃光头了。”

张天鑫摸了摸自己精心打理过的
发型，笑了：“那要丑一个月，我还是
争取不剃光头吧。”

（新华社巴黎9月2日电）

金牌射手张天鑫：少想，多做
新华社记者 马思嘉 张薇

受连续降雨影响，法国巴黎塞
纳河水质恶化，巴黎残奥会铁人三
项赛事的游泳项目比赛被推迟至2
日举行。

依据赛事安排，巴黎残奥会铁
人三项赛事的游泳项目比赛原定9
月1日至2日在塞纳河举行，然而比

赛因降雨导致水质恶化而推迟。
巴黎 8 月 30 日和 31 日连降暴

雨，雨水携杂质流入塞纳河，导致河
水中大肠杆菌等细菌含量超标。巴
黎副市长皮埃尔·拉巴当 1日告诉
媒体，谨慎起见，赛事组织方决定推
迟比赛。

1日晚，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组
织委员会和世界铁人三项联盟确
认，鉴于检测结果显示塞纳河水质
持续改善，已达到办赛标准，铁人三
项赛事游泳比赛定于2日举行。

塞纳河水质在巴黎奥运会期间
同样备受关注，一度影响铁人三项

赛事安排。由于水质不达标，原定7
月 30日举行的奥运会男子铁人三项
比赛推迟一天举行。

过去 10 年，法国累计投入逾 10
亿欧元（约合78亿元人民币）治理塞
纳河污染。

（新华社微特稿）

巴黎塞纳河水质不达标 残奥会铁人三项推迟举行

9 月 2 日，西班牙国家队在马德里进行赛前训练，备战 5 日与塞尔维亚
队的欧洲国家联赛。

图为西班牙队球员亚马尔在训练中。 （新华社发）

欧洲国家联赛：

西班牙赛前备战


